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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都向东，沿着通往重庆的高速路
行驶110公里，便到达了被称为“世界石油
钻井之父”的卓筒井诞生地——四川省大
英县。

走进大英县卓筒井镇，山峦延绵起
伏、舒缓辽阔，新修的柏油马路蜿蜒盘
旋，古老的卓筒井场渐行渐近。一弯弯绿
色，渗透着历史的层次；一阵阵山风，回
荡着历史的交响。

这个古老井场，我已经无数次走进。
一次次的行走，为的是拨开时间的尘霾，
穿过交错的时空，用思想和灵魂去真切地
感受和触摸那段令人心驰神往的神秘历史。

为生存而冒险探索

眼前的卓筒井架，默默地藏在川东丘
陵之中，“身高”不足10米，井架和配套物
完全由竹质和木材料构造而成。它瘦峋单
薄的身躯，闪着古铜色一般的光亮，有如
朴实的老农，在风雨阳光中坚韧地挺立。
1000 多年了，是它，卓筒小口深井，开了
世界机械钻井之先河。

中国的井盐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揭开中国井盐开发序幕的，是著名水

利专家李冰。古蜀国从春秋战国时期，李
冰父子入蜀治水发现地下盐卤，打下蜀中
第一口“广都盐井”，开始了取卤煎盐。至
北宋庆历年间，人们开挖大口径盐井采取
地下盐卤已经历时 1000 多年，而这时，由
于盐卤的不断开采，水位不断下降，盐业
产量日渐萎缩。

而这时，四川长江县 （现大英县） 官
府盐场为了多出盐，逼盐工深挖盐井，造
成大口井塌方，卓家庄 （现卓筒井镇） 的
盐工死伤惨重，幸存盐工逃回卓家庄。他
们要生存，却买不起一天比一天价钱高涨
的盐，便私下偷凿了碗口大、便于掩藏的

小口盐井，这就是后来的卓筒井。
在朝廷放宽盐政的时候，他们才开始

了公开煎盐，把自己吃不完的盐卖给周边
乡邻。卓筒井也在此时一举出名，在蜀中
遂成燎原之势，这是中国井盐发展的第二
阶段。

站在现在尚能提取盐卤的这口保存完
好的卓筒井前，看着它那不足 15厘米直径
的井口，看着套在井壁的被盐卤浸渍得黑
亮的楠竹端口，你不得不佩服当年先人们
的智慧。

可以想象到的那些壮观的制盐场面，
已经隐匿于历史的尘烟。眼前所见的盐
场，仅有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而保护起来的
一口卓筒井、一个晒盐架、一口大顺灶和
几口石板镶砌的盐卤池、晒盐坝。幸好当
地政府部门的保护意识强，这是最后一口
还能提取盐卤的卓筒井，要是被毁灭，那
将是全世界的遗憾。

闪耀的乡民智慧

古代的卓筒井镇一带，楠竹漫山遍
野，像今天四川的川南长宁竹海，遮天蔽
日。村庄傍山而建，村民临水而居。卓家
庄北面山岭起伏，秀峰叠翠，丛林密布，
古树参天。南面，棲江奔流，帆影重重。

据 《长江县志》 记载，古时候的大英
县境内，因为盐业的兴旺，这里盐茶古道
畅通，陆路、水路各行其便。首口卓筒井
的开创发明，为蜀中盐业复兴注入一线曙
光。继而盐工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凿
井、防渗等方面都摸索出一整套成熟的技
术，而这都是盐工们从劳动中得来的智慧。

沿着盐场周边寻觅探查，盐茶古道已
然无存，但卓筒井还在。1521 年 （明正德
年间），中国第一口油井在四川嘉州用钻凿
盐井器具钻成；1840 年，四川自流井地区

钻成深达 1200 米的天然气井磨子井。虽然
油井、天然气不是在卓筒井镇钻出，但使
用的却是卓筒的井凿井技术。现代机械钻
井正是从卓筒井钻井原理的衍生利用。

现今在大英县境内还保留有 41 口卓筒
井，分布在方圆6公里范围内。虽然已经停
止了原始的盐业生产，但这里的盐卤开发
利用并未中断，传承千年的盐水浴，被现
代医学破译了古人养生、理疗的密码，开
发了“中国死海”漂浮、冲浪、疗养、度
假的康养产业。

英国科学史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李
约瑟博士在英国出版的 《中国科学技术
史》撰述——

今天在勘探油田时所用的这种钻探深
井或凿洞的技术，肯定是中国人的发明，
这种技术在汉代就已经在四川加以应用，
不仅如此，他们长期以来所用的方法，同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利用
蒸汽动力以前所应用的方法基本相同，开
创了机械钻井的先河。

勃动的文化血脉

昔日的井场，已是今天的“非遗”。一
座硕大的汉白玉石坊，矗立在当年的山坡
上。上面雕刻着几个大字：四川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 《大英卓筒井》。这片盐场已经被
保护起来。当年凿井的盐工们一定没有想
到，他们创造了“非遗”。

大英县人民政府为了抢救和保护世界
工业文明的活化石“卓筒井”，还在卓筒井
镇建了一座 《卓筒井》 博物馆，把凿井制
盐的全部工具贴上标签，收藏于馆内。这
些弥足珍贵的文物，是我国乃至世界人类
钻探工业文明起步的重要佐证。

走进博物馆，我在一根三米长的铁条
面前凝视沉思了很久，在没有现代工艺生
产的条件下，很难想象当年的铁匠是怎样
用风箱火炉捶打出来的。他的名字叫做通

条，是用来打通套井楠竹竹节的专用工
具。展台上摆放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物件。
我相信，每一样的背后，都有一个被发明
的传奇故事，都是一项技术的革新，都为
卓筒井存活至今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里是古时的盐业交易中心。随着卓
筒井技术的逐渐完善成熟，井越凿越多，
蜀中几近颓废的盐业起死回生，石马场一
下子兴旺起来，各路商贾云集，在当时被
人们誉为“小华阳”（成都）。

后来，当地一个叫罗都复的上门女婿
依 托 盐 业 经 营 发 了 家 ， 在 咸 丰 到 同 治

（1851-1874） 年间，历时 23 年修建了罗都
复庄园。建筑设计奇特，集防御、教育、
娱乐等各种场所于一园之中，是川中罕见
民居精华建筑。可惜的是，这座建筑只留
下眼前能见的支离破碎的遗址。但我们相
信，历史的风雨抹不去它曾经因盐而兴的
辉煌。

卓筒井虽然只是中华文明浩瀚大海中
一朵夺目的浪花，却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
的底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
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而卓筒井文化，
一定会伴随着新时代中华文化振兴的铿锵
步伐，以自己独有雄姿，傲然于世，光彩
照人！

（刘裕国，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
委会主任，著有《心的呼唤》《剑出巴蜀》
《通江水暖》《向往》等作品。）

卓筒老井 千年守望
刘裕国

日 前 ， 主 题
为“汇聚英雄 天
下 大 同 ” 的 第 四
届 成 龙 国 际 动 作
电 影 周 在 中 国 古
都 大 同 代 王 府 承
运 殿 前 广 场 盛 大
启 幕 ， 光 影 璀
璨 ， 群 星 闪 耀 ，
厚重典雅的古都
气韵与时尚现代
的影视文化交相
辉映，呈现出大
同独特的文化气
息和时尚魅力。

在 备 受 世 界
瞩目的开幕仪式
上，广灵县巧娘
非遗草编应邀惊
艳亮相“第四届
成龙国际动作电
影周”。广灵巧娘
以柔韧的草本植
物 秆 、 皮 、 芯 、
叶、根和柔软易
弯 、 粗 细 匀 称 、
色泽高雅的柳条
等，编制而成朴
实自然、造型美
观、轻便耐用的
草席、草垫、草
扇、草帽、柳条
箱 （包）、野餐食具筐、吊篮、灯罩、狗窝、
猫窝、鸟巢等，这些具有地方特色、乡土气
息浓郁的绿色工艺制品，受到了世界各国游
客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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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旅
游目的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及人文旅游资源、深厚的文化积
淀和璀璨夺目的民族文化。云南
目前把全域旅游作为实现旅游产
业升级的突破口。近日，华侨城
集团旗下云南集团、云南世博集
团、云南文投集团分别与云南省
各州市县区政府签约项目 20 余
个，与国内大型企业签约项目40
余个，累计60余个签约项目，逾
千亿元签约金额。

此次签约项目内容丰富，既
有智慧景区、新型城镇化、特色
小镇及美丽乡村项目，又有世界
物质 （非物质） 文化遗产及古城
古村落保护、博物馆、文化演
艺、地方特色产业扶贫项目，还
有航空交通、文旅基金、双创产
业园等多种业态。这是华侨城以
全域旅游为中心，集景区提升、
文旅资源综合开发、乡村振兴等
目标于一体的大行动。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段先念表示，要把云南作为全域
旅游的突破口和“旅游+互联
网+金融”的试验田，以云南全
域旅游提升华侨城的核心竞争
力，力争成为中国全域旅游的示
范点。

华侨城创新旅游发展模式，
在云南原有的演艺、景区、村
寨、特色小镇、非遗产品等特色
旅游基础上，将“文化+科技”

“文化+金融”“文化+景区”“文
化+演艺”“文化+影视”“文化+

‘一带一路’”“文化+美丽乡
村”等形式融入到全域旅游的发
展中。

华侨城云南集团在昆明、大
理、普洱、德宏、西双版纳、迪
庆，以股权合作与投融资、文化
旅游地产、特色小镇建设、旧城
改造、休闲度假康养、航空交
通、产业基金为项目重点。云南
世博集团在红河、德宏、楚雄、
大理、丽江、保山腾冲，以景区
景点建设、文化旅游地产、特色
小镇建设、休闲度假康养、酒店

扩展为项目重点，并向境外延伸
东南亚旅游线路。云南文投集团
在曲靖、丽江、德宏、西双版
纳、保山、迪庆，以文化演艺、
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建设、新型
城镇化建设、农业产业扶贫为项
目重点。

云南毗邻东南亚国家，云南
全域旅游注重加强与东南亚国家
的互联互动与文化交流。此次签
约项目中，中柬文化创意园充分
利用云南省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
地缘和文化类似等优势，在柬埔
寨打造一个集演艺、历史文化展
示、餐饮文化、文化衍生品展示
销售、文化交流等为一体的大型
文化综合体。这将是纪念中柬两
国建交60周年的项目。中国云南
昆明—越南老街沙巴不定期国际
旅客运输线路则让游客可以直接
从昆明坐客车走出国门，直达越
南沙巴，该线路通车后，将有效
促进沿线地区交通与旅游行业的
联动发展，为推动跨国旅游目的
地一体化建设作出贡献。

左图：大理文献楼
下图：云南巴拉格宗雪山

华侨城深耕云南全域旅游
本报记者 赵 珊

日前，湖南省张家界市在上海举行了
上海台商座谈会、旅游招商记者见面会、
张家界招商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等招商

“组合拳”，张家界的旅游项目成为大家关
注的热点。

在张家界招商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
上，总额 182.5 亿元的 13 个招商签约项目
签约，一批优质旅游项目引得长三角投资
商和上海台商的关注。

签约仪式上，张家界副市长欧阳斌重
点推介了张家界西线旅游、溇水风景名胜
区、桑植红色旅游“红军路”、张家界熊
壁岩旅游、张家界红石林国家石漠公园、
张家界九龙溪、张家界四十八寨风景区、
杜仲系列产品开发、宝峰山文化康体旅游
综合项目等十大优质旅游招商项目，面向
长三角地区投资者、战略合作者招商，招

商项目总投资数百亿元。
据了解，这次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

洽谈周活动期间，张家界市将密集开展经
贸合作洽谈，在旅游、文化、农业、体
育、连锁、饮食等方面开展投资合作。

数据显示，2017年张家界接待中外游
客 7336万人次，接待了来自世界 109个国
家和地区的客人，连续多年实现旅游接待
20%以上的增长。2018 年上半年，张家界
全市各景区共接待游客3145万人次，同比
增长16.6%；实现旅游收入275亿元，同比
增长 18.6%。到 2020 年的 3 年内，张家界
将实现年接待旅游总量 1 亿人次、境外游
客 1000 万人次、旅游收入 1000 亿元的目
标，快速增长的张家界旅游蕴含巨大的投
资机会。

上图：签约仪式现场。

张家界旅游项目引关注
王建军/文 庹 亮/图

行天下行天下

广灵县巧娘宫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是
由刘金萍带领同村贫困妇女于 2005年发起创
办的，2016 年 6 月正式注册成立，是广灵县
第一家以手工编织为主导产业的专业合作
社。多年来，刘金萍凭着顽强的拼搏精神，
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
地在创业路上打拼，将编织作坊发展为专业
合作社，打造了一支独具特色的“娘子军”，
唱响了“广灵巧娘”这个品牌，2018 年合作
社员工发展到 108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728名，残疾职工47名。

近两年，合作社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以精准扶贫为抓手，以创建一流为
目标，以爱心帮扶为己任，大力开发以玉米
皮和杞柳为主要原生态环保材料的纯手工编
织的家居工艺品，产品供不应求，创出了一
条带动农村贫困妇女脱贫致富的金色大道。

成龙手持巧娘宫编织品。

卓筒井架 来自网络

大英县“中国死海”景区 来自网络


